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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54歲的趙慧賢於1983年加入警隊，任

職督察。她於2002年晉升為高級警司，2006
年晉升為總警司，2011年晉升為助理警務處

長，2014年晉升為高級助理警務處長，現為是

人事及訓練處處長。

應對集會遊行 經驗豐富
趙慧賢曾先後於警隊不同崗位工作，包括

刑事情報、毒品調查、國際聯絡、培訓事務，並

曾在分區、警區和總區擔任指揮官，亦於總部

層面負責行動政策及支援等工作。趙慧賢曾任

中區警區指揮官及新界北總區副指揮官，前者

經常要應對公眾集會及遊行，經驗豐富。所

以，在違法「佔領事件」後，趙慧賢接受傳媒訪

問強調，警隊政治中立，警員對於政治爭拗不

感興趣，亦不介意工作辛苦，只想獲得公平對

待。她指出，「佔領」期間，前線警員長期超時

工作，亦受到難聽的指罵，壓力大得不能想

像，前線警員心裡好難受。她又引述警員指不

理解為何有公眾人物和「佔領」組織者顛倒是

非，沒有勇氣譴責暴力行為。此外，趙慧賢曾

任水警總區指揮官，即「水警一姐」，統領這個

以男性主導的警區。

1997年，趙慧賢任職警司期間，曾擔任香

港主權交接儀式及世銀國際基金年會保安策劃

小組核心成員，專責傳媒聯絡事務和相關保安

事宜。據了解，當年趙慧賢與與前警務處處長

李明逵及鄧竟成等八人，被委任組成策劃及執

行小組，負責回歸及世界銀行年會兩項大型活

動的保安工作，被外界稱為「八大金剛」，當時

已被視為警隊「明日之星」。

被讚願與前線及傳媒溝通
有熟悉趙慧賢的警隊中人透露，讚她分析

能力高，願與前線及傳媒溝通。2015年，她曾

代表警方與香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香港報業

公會、香港記者協會及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等舉

行交流會。當時她說警方政策一向尊重記者採

訪及新聞自由，希望互諒互讓，但因群眾行動

中部分人有激烈行為，增加警方執法難度，因

此前線警員工作包括識別記者愈來愈困難，需

審視如何在混亂現場中保障傳媒人身安全。

趙慧賢持有工商管理碩士學位、訓練及人

力資源管理碩士學位、公共行政學文憑及警務

管理深造證書。她已婚，育有一子，兩名叔叔

曾任警察，現已退休，其父也是退休紀律部隊

基層人員。她曾說過，從小認識紀律部隊工

作，立志當警察，加上常照顧家中三名弟弟，中

學時曾任學生會會長，自小培養責任感。

【本報港聞部報道】立法會保

安事務委員會舉行會議，討論警務

處拘留及羈押管理。保安局局長李

家超表示，保安局和警務處都希望

在羈留室內安排閉路電視，而移動

式鏡頭的建議具吸引力，但必須克

服法律和私隱方面的問題。他強

調，只要法律容許而又不違反私

隱，警方是樂意去做的。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昨午舉

行會議，討論多項事項，其中包括

警務處拘留及羈押管理。李家超強

調，不論是當局抑或警務處均希望

在羈留室內安排閉路電視，而如果

法律容許又不違反私隱，警方樂意

去做：「閉路電視可以幫助我們，不

但在管理、確保安全上有幫助，於

舉證、判斷責任，多方面有好處。

這一定是涉及私隱，當然我們又要

照顧羈留人士的安全，所以如何平

衡，要徵詢私隱專員公署的意見。」

李家超：涂謹申提議有吸引力
民主黨涂謹申建議政府可考慮

採用可移動式鏡頭，定時拍攝羈留

室內部情況，並將影像傳送予值日

官觀察。李家超表示，警方在今年

6月成立的羈留管理檢討委員會會

探討議員的建議，又形容涂謹申的

提 議 有 吸

引力。

另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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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案件性質，疑犯是否應屬於需

警員24小時看管的人。李家超表

示：「決定是否『特別看管』人士，是

要由案件主管決定。」根據保安局

統計，過去五年每年有約20至30
宗警署羈留人士企圖自殺，其中

四人死亡。

另外，工黨張超雄表示，社

民連主席吳文遠日前被拍攝到在

警車內疑被扯頭髮，認為需要在

警車內加裝閉路電視。李家超稱：

「警車的用途廣泛，會乘載證人，用

於不同警務工作，甚至警方邀請

日常活動的人，要考慮是否符合

私隱條例下的必須性及相稱性。」

他又稱，警方會按程序處理有關

吳文遠的個案。

本周六生效 接替退休周國良
趙慧賢升警隊首位女副處長
警

務處公布新的高層委任，高級助理
處長趙慧賢獲委晉升為副處長，接

替即將退休的警務處副處長（管理）周國
良，生效日期為本周六（8日），將成為警
務處首位女副處長。 本報港聞部報道

一入侯門深似海，工程多狀況，不特是基

建頻現超支，就是做家居小裝修，也不時遇上

最後要收的錢，與當初報價相距一條街的情

況，令作客的大失預算。《商品說明條例》便是

耍對商業服務出現誤導，提供不完整資料，以

及錯誤陳述等行為施懲，藉以保障消費者。

自《商品說明條例》修訂以規管不良營商手

法實施以來，海關首次成功檢控裝修工程公司

誤導性遺漏並定罪，雖然在法官考慮種種因素

後，處以240小時社會服務令及公司罰款3萬

元，算是酌情輕判，但已可讓裝修業界知道，類

似情況並不是無王管的了，若然任意妄為，視

客如「肉隨砧板上」，便有可能要喫官非，最重

要是成為新聞後會影響商譽，也是一種會肉痛

的代價。

想要一個長居久安的夢想天地，卻先要面

對驚嚇噩夢，其中痛苦實非外人所能道，最慘

的是升斗市民不若政府有水浸大庫房支持，就

算預算留有餘地，也不會有17萬變了79萬那麼

離譜，這添加了的錢，可以買一輛不錯的房車了。

有些居心不良搞裝修的，捉住的就是業主

往往在「兩頭不對岸」的困境中惰急了結的心

態，不知是否行內的不成文規則，如合約訂明

由某位裝修師傅負責，並已開展裝修工程，其

他裝修公司或師傅對接手相關工程會抗拒遲疑。

當出現工程「爛尾」，貨不對辦，又或工程延誤

等問題時，即使業主想找其他裝修公司或師傅

解決問題，亦不容易找到有人願意「接手」，由

於延遲入伙會白繳供樓款項或納空租，部分業

主被迫交付尾數及同意目前裝修狀況，方獲裝

修公司安排繼續裝修工程。

就是怕遇到「肉隨砧板上」的狀況，作一個

精明的消費者不能大安旨意，也得在過程中積

極參與。有些招數將每項裝修面積都稍微增

加，誇大裝修面積；裝修公司與業主簽定最終合

同前，報價單通常不多不少會有修改，部分居

心不良的會趁機修改一些項目說明或面積，簡

化項目工序，又或改用一些質素較次的材料。

消費者得要有警覺心，要不厭其煩，和裝

修公司一起量度每項工程的面積尺寸，清楚計

算每項價錢；在簽定合同時，更不能隨便，視為

例行公事，一定要逐項比較和核對是否跟本來

談妥的最後條件是一致的。 
更吸引更顯眼的陷阱就是低價招徠，入了

局之後便成了砧板上的肉，特別是有人說，競

爭激烈，要搶到單讓員工有飯開，就更要當心，因

為這正顯示他們的其他競爭力比較弱，為免日

後麻煩，要作出適當的選擇，審視標準應是合

理，而不是價低者得。

搞裝修的不想上法庭，消費者更加不會以

此為樂，所以必須先求帶眼識人。世途險惡，小

心則個。 相關新聞刊A02

莫變作砧板上的肉 裝修陷阱格外留神

趙慧賢履歷
年齡：54
現職：警務處高級助理處長、人事及訓練處處長
新職：警務處副處長
仕途：
1983年：加入警隊，任職督察
2002年：晉升為高級警司
2006年：晉升為總警司
2011年：晉升為助理警務處長
2014年：晉升為高級助理警務處長

女警第一
警隊首位女副督察 許錦濤

（別號高健美）
1949年12月1日

警隊首位女高級督察 J.Panter 1963年6月21日
警隊首位華人女高級督察 呂芷英 李愛蓮 1967年4月1日
警隊首位女助理警司 柏德力 1958年4月1日
警隊首位女警司 羅慧儂 1963年12月8日
警隊首位華人女警司 呂芷英 1971年8月1日
警隊首位女高級警司 羅慧儂 1971年6月23日
警隊首位華人女高級警司 王梁錦珊 1981年10月1日
警隊首位女總警司 高迪華 1977年5月14日
警隊首位華人女總警司 王梁錦珊 1987年6月10日
警隊首位女助理處長 王梁錦珊 1995年1月21日
警隊首位女高級助理處長 趙慧賢 2014年9月17日
警隊首位女副處長 趙慧賢 2017年7月8日

資料來源：警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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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昨
表示，當局與警務處均
希望擴大閉路電視覆蓋
範圍，惟須平衡私隱及
考慮法律問題。 
 （資料圖片）

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訪問香港行程日

前已圓滿結束，警方的反恐保安行動亦

已順利完成。警隊 facebook專頁昨天

以《完成任務．感激前線同事》為題發

帖文，並附以14張在反恐保安行動進行

期間各警務人員執勤時的照片，不少網

民均在帖文留言感謝警方的付出。

該帖文寫道：「過去數天國家主席習近平訪港、特區成

立20周年慶典，以及新一屆政府正式就任，警隊都肩負起

維護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及保安等重大責任。前線人員在壓

力環境下長時間執勤，同心協力，各司其職，盡心為市民服

務，竭力使香港繼續成為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安全及穩定的社

會。」帖文附以14張照片，包括有反恐特勤隊人員持長槍在

鬧市巡邏、史賓格犬檢查行李有否爆炸品、警員在滂沱大雨

下站崗維持秩序……

不少網民的留言，跟成仔所想的一樣，「加油，辛苦

喇」、「辛苦了！感激有你們的存在，加油香港警察，支持你

們 」 …… 帖 文

之 下， 盡 是 市

民感謝之情。

成仔

 手記

■

反
恐
特
勤
隊CTRU

手
持
長
槍
在
街
頭

巡
邏
，
市
民
更
加
安
心
。

■

警
員
大
雨
下
在
現
場

站
崗
，
全
身
盡
濕
。

■趙慧賢帶領香港隊奪得官員
賽羽毛球團體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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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嗅覺敏銳的史
賓格犬真嗅每件
行李，慎防有不
法分子用爆炸品
施襲。 
 （警隊fb圖片）

香港警隊的女警歷史是

由1949年開始，歷經68年，由

當年全警隊僅有一名女性，至今已有四千多

名「師姐」，佔部隊總人數約一成半左右，是

現時世界上各主要城市的警察隊伍中，女警

人數比率最高的地區之一。

1949年前，香港無女性警務人員，當時不

少警署會以非正式方式招聘女性擔任「搜查員」

一職，專責替女疑犯及女被捕人士進行搜身及

套取指模的工作。直至1949年，警隊聘用了44
名女性搜查員。1949年，首名女性警務人員馬

來西亞籍華人許錦濤（別號高健美）獲聘為警隊

女副督察。入職後，她未有接受任何正式訓練，便

立即被派到刑事紀錄科，三個月後被派到港島

中區負責案件調查，是香港首名女性偵緝人員。

她於1952年晉升為督察，及至1962年離職。

92年成立全女警機動部隊
1951年，由於警隊需要招募女警員，警隊

管理層便委派許錦濤招募第一批女警，以取代

當時的女搜查員，此後女警便成為香港警隊的

一部分。首批獲聘的女警共有10人，最後有9人
順利畢業。她們在警察訓練學校接受為期6個月

的訓練，訓練內容包括當時的婦孺條例，同時

亦有社工定期授課。警隊當時未設女警專班，女

警會被安排與男警一同受訓，其中包括步操訓練。

1950及60年代出現的大規模公共秩序問

題，更令警隊意識到女性警務人員的重要性。

1967年暴動及炸彈浪潮期間，警隊經常調派

女警到爆發大型衝突的地點，特別是總督

府，應付女性示威群眾。當時女警並沒有武

器裝備。由於女警予人較溫和的形象，她們

的出現，往往能緩和一觸即發的混亂局面。

1974年，警隊已全面實施男女警務人員同

工同酬制度。1992年第一個全女警機動部隊

「Tango」連成立，主要為應付強制遣返越南

船民的工作。為了讓女警盡可能執行更多基本

警察職務，1995年起所有新入職的女性警務人

員須參與強制性槍械射擊訓練，並須佩槍值

勤，與男性警務人員看齊。現時，在警隊內任

何一個單位內工作的女警，享有與男警相同的

待遇。此外，水警、警犬隊及駕駛電單車的交

通部均有女警駐守，她們幾乎可在警隊任何行

動性崗位執勤。 本報港聞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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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隊1949年首聘女性搜查員
話你知

0705A03.indd   2 5/7/2017   3:20:38


